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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感性叙事理念在文创产品设计研究中应用的可行性。方法 首先对提取于文本的赛珍珠
文化元素进行相关度调研，筛选出具有高相关度的赛珍珠文化元素，然后构建赛珍珠文化元素评判指标，
邀请相关人员对评判指标进行重要度评价，将评价结果导入 SPSS 进行因子分析，获得评判因素公因子
并计算权重系数集。其次以公因子为评判指标，对赛珍珠文化元素进行专家评价，根据评价结果计算各
文化元素的隶属度矩阵。以隶属度矩阵与因素权重系数集为基础，应用模糊评价法计算赛珍珠文化元素
的综合评价值，并通过降序排序优选出符合用户感性需求的赛珍珠文化元素。最后以优选的赛珍珠文化
元素为叙事要素，进行赛珍珠文创产品叙事设计，并对设计成果进行评价。结果 根据设计评估结果显
示，优选的赛珍珠文化元素设计效果较好，形成的赛珍珠文创产品用户满意度较高，具有良好用户反馈。
结论 经感性叙事研究形成赛珍珠文创产品，能够更大程度地获得用户的感性认同，由此证明感性叙事
理念在文创产品设计研究中应用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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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earl S. Buck's Cultural Elements  

Based on Kansei Narrative 

JIANG Si-ju, LU Zhang-ping, LI Ming-zhu, HUANG Li-qing 
(Art College of Jiangsu University, Jiangsu Zhenjiang 212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Kansei narrative concepts in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irst, a correlation survey is conducted on the Pearl S. Buck's cultural elements extracted from the 

text, and the Pearl S. Buck's cultural elements with high relevance are screened out. Then the Pearl S. Buck's cultural 

element evaluation index is constructed, relevant personnel is invited to evalu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the evaluation result is imported into SPSS for factor analysis, the common factor of the evaluation factor is obtained and 

the weight coefficient set is calculated. After that, the common factor is used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to conduct expert 

evaluation on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Pearl S. Buck, and the membership matrix of each cultural element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n, based on the membership degree matrix and the factor weight coefficient set, the 

fuzzy evaluation method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 of Pearl S. Buck's cultural elements, and 

the Pearl S. Buck's cultural elements that meet the perceptual needs of users are selected by descending order. Finally, 

with the optimal Pearl S. Buck's cultural elements as narrative elements, the narrative design of Pearl S. Buck'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s carried out, then the design results are evaluated. The design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

sign effect of preferred Pearl S. Buck's cultural elements is better, and the formed Pearl S. Buck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have high user satisfaction and good design results feedback. The Kansei narrative research has formed Pearl S. 

Buck'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hich can obtain users' perceptual identity to a greater extent, thus proving the fea-

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Kansei narrative concept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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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即叙述故事，是人以主观意识讲述事物的行

为。20 世纪 30 年代，前苏联文学界结合当时文学创

造手法中的结构主义提出了叙事学概念。90 年代，

叙事学概念从文学领域延展到设计领域，形成了一种

新的设计指导形式——叙事设计[1]。叙事设计是将语

言、符号、情景、环境等依托于产品形成叙述性效果

的设计方式，其通过赋予产品叙事性功能，提升产品

的用户体验，从而达到设计优化和改良的目的[2]。当

前，叙事设计经历了学科的融合与发展，诞生了新的

内容。感性叙事是将叙事设计引入感性工学领域的一

种尝试。1986 年，马自达汽车集团前会长山本建一

率先提出“感性工学”一词[3]，随后日本长町三生教

授将其定义为“以顾客定位为导向的产品开发技术，

是一种将顾客感受和意向转换为设计要素的翻译技

术”[4]。由此，奠定了感性工学的理论基础。而感性

叙事是一种将感性工学与叙事设计融合应用的方法，

其以感性工学为基础，将叙述的事物以定量或半定量

的形式进行感性评价，以此获得符合用户感性需求的

叙事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进行叙事设计[5]。 

该研究以感性叙事为理论基础，通过对赛珍珠文

化元素进行一系列的感性评价与分析，优选出符合公

众期待的赛珍珠文化元素，以此作为叙事要素，进行

赛珍珠文创产品叙事设计。 

赛珍珠是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是美国首位同时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的女作家，她曾在中

国度过了数十年，被称为“一座沟通中西方文明的人

桥”[6]。 

一般而言，文创产品的叙事设计主要是将设计对

象的文化特性附着于产品之上，以产品叙述文化，达

到文化感染用户的效果。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曾提出：

“历史即话语”，其代表的后现代史学家认为历史即

叙事，历史的形成即是时间对事物的述说[7]。由此，

文化作为历史的凝结，也即是叙事的结晶，故文创产

品的叙事设计实则是对文化的叙事，是对文化的一种

传递。赛珍珠文化元素来自赛珍珠相关的人物、事迹、

生平、著作等，其代表的就是赛珍珠所创造的历史文

化。因此，赛珍珠文化元素既是历史文化的凝结，也 
 
 

是叙事的主体，应用感性叙事对赛珍珠文化元素进行

评价，是通过公众对赛珍珠文化的一种选择，是文化

传播的优胜劣汰。 

1  研究框架 

该研究将围绕赛珍珠文化元素进行一系列的感

性评价与应用。赛珍珠文化元素以短文本的形式存

在，其来自于赛珍珠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社交数据等，

这些数据都是通过文本挖掘 [8]和自然语言处理 [9]获

得。由于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获取的文化元素数量庞

大，其中包含许多与赛珍珠有关但认可度较低的内

容，因此需要对文化元素进行相关度评价，筛选出与

赛珍珠有高相关性且认可度高的文化元素，以待后续

研究。 

1）成立焦点小组。从赛珍珠文化元素优选的角

度出发，对赛珍珠文化元素进行感性推论，构建赛珍

珠文化元素关联性评价指标，邀请工业设计相关人员

对评判指标与评判因素进行重要度评价。评判因素是

评判指标的详细说明，通过对关联性评判指标的重要

度评价，获得各评判指标的重要性分布，再将评价结

果导入 SPSS 进行因子分析。经过 KMO 值和 Bartletts

检验明确评判因素存在公因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10]

提取公因子，同时计算各公因子的因子权重，建立因

子权重系数集。在完成上述研究后，将公因子作为评

价条件，以矩阵量表的形式对赛珍珠文化元素进行专

家评价。评价结束后统计评价结果，根据每位专家对

文化元素的评分，构建各文化元素的隶属度矩阵。最

后根据隶属度矩阵与因子权重系数集，应用模糊评价

法[11]计算各文化元素的综合得分，以降序排序的方式

优选出综合得分最高的一部分赛珍珠文化元素。 

2）将优选的赛珍珠文化元素作为叙事要素进行

叙事设计。参照赛珍珠数据合集，查阅优选叙事要素

的文化内涵并进行详尽的叙事说明，根据叙事说明思

考文化内涵的艺术化表现形式，将文化内涵的艺术化

表现与产品载体进行有机融合，最终形成叙述赛珍珠

文化内涵的赛珍珠文创产品。具体研究流程见图 1。 

 
 

图 1  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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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元素优选流程 

2.1  文化元素获取与相关度筛选 

赛珍珠文化元素提取于线上和线下双向采集的

赛珍珠数据资料。首先，应用网络爬虫工具[12]搜集人

民网、中国新闻网、凤凰网等主流新闻网站，以及微

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中发布的赛珍珠相关文本

资料与社交数据；其次，在 CNKI 中采集高被引量的

赛珍珠相关学术文献共计 30 篇，文献类型涵盖赛珍

珠著作解读、赛珍珠生平事迹评论、赛珍珠与中国的

关联性和赛珍珠相关思想解析等多方面内容；再次，

设计访谈提纲，以电话访谈的形式采访十位镇江市赛

珍珠社科应用研究的评审专家，记录访谈内容并转换

为文本数据；最后，将上述数据资料整合为赛珍珠数 
 

据合集，应用自然语言处理工具提取蕴含其中的赛珍

珠文化元素[13]，共提取赛珍珠文化元素 470 余项。 

在获取赛珍珠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相关

度评价。首先设计“赛珍珠文化元素相关度调查问

卷”，以多选题配合李克特量表的形式，将赛珍珠文

化元素全部录入调查问卷中，当受访者选中其认为具

有相关性的赛珍珠文化元素时，可对该文化元素进行

相关度 5 级量表评价；然后针对该调查问卷，邀请

20 位对赛珍珠具有较高认知度的研究者进行赛珍珠

文化元素相关性问卷调查，统计调查结果，并计算各

文化元素的选中频次与相关度平均值；最后根据统计

结果的整体水平，优化具有相关性的文化元素，筛选

出选中频次大于等于 14 且相关度平均值大于 4.5 的

高相关性赛珍珠文化元素，共计 57 项，见表 1。 

表 1  高相关性赛珍珠文化元素 
Tab.1 Highly relevant Pearl S. Buck cultural elements 

57 项赛珍珠文化元素 

赛珍珠 王龙 赛兆祥 阿兰 布克 

凯丽 王妈 孔先生 中国 美国 

镇江 南京 宿州 青山农场 《大地》 

《我的几个世界》 《龙种》 《流亡者》 《分家》 《儿子们》 

《大地》三部曲 《东风·西风》 《战斗的天使》 诺贝尔文学奖 土地 

翻译 创作 普利策奖 收养 基督教 

赛珍珠基金会 赛珍珠故居 东西方协会 欢迎之家 崇实女子中学 

镇江赛珍珠纪念馆 传教士 异乡人 博爱 著名作家 

人桥 国际友人 大爱 社会活动家 女权主义者 

慈善家 多产作家 抗日战争 冷战 尼克松访华 

童年时代 一九七三年 人道主义 文化交流 文化差异 

四海之内皆兄弟 跨文化    

  

2.2  文化元素评判指标构建 

招募具有文创产品设计经验的研究生成立 5 人

焦点小组，对赛珍珠文化元素优选策略进行感性推

论。以“为了实现赛珍珠文化元素优选，需要考虑哪

些方面”为论点进行感性推论，得出结果为需要从载

体适应、文化表达、用户感知 3 个角度考虑赛珍珠文

化元素的优选策略。同理，以“为了达到载体适应的

目的，需要考虑哪些评判指标”为论点进行推论，得

出结论为需考虑载体匹配、载体融合和融合效果等指

标，依次对文化表达与用户感知 2 个角度进行推论，

分别得出从文化表达角度需考虑表现性、象征性和表

达效果等指标。从用户感知角度需考虑印象性、理解

力和亲和度等指标，对各评判指标进行进一步推论，

分别得出各指标的感性评判因素。具体构建内容见

图 2。 

2.3  因子分析与因素权重 

根据上述构建的赛珍珠文化元素评判指标，进行 

 
 

图 2  赛珍珠文化元素的感性评判指标推论 
Fig.2 Inference of perceptual evaluation index  

of Pearl S. Buck cultural elements 
 
评判指标与评判因素的重要度分析。设计“赛珍珠文

化元素评判指标重要度调查问卷”，将赛珍珠文化元

素评判指标与评判因素作为调查目标。以李克特量表

的形式进行问卷设计，邀请 10 位工业设计老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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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30 位工业设计研究者作为市场组，对赛珍

珠文化元素评判指标与评判因素进行重要度评价并

统计评价结果。将统计结果导入 SPSS（Statistical 

Product Service Solutions）进行 KMO（Kaiser Meyer 

Olkin)值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KMO 统计量是用于比

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Bartlett

球形检验用于检验相关系数矩阵是否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根据检验结果发现评价结果的 KMO 值为

0.720，大于 0.6，数据具有偏相关性，而 Sig（Signifi-

cance）为 0，小于 0.01，说明数据又具有独立性。同

时可靠性检验结果为 0.799，说明赛珍珠文化元素评

价指标的相关数据矩阵间存在公因子，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降维[14]。随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输

出碎石图，并以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成分矩阵。由图

3 可见，前 4 个因子特征值都大于 1，且第 1 个因子

处于大陡坡，后 3 个因子处于小陡坡，而其余因子逐

渐趋于平缓，因此可提取前 4 个因子作为公因子[15]。 
 

 
 

图 3  赛珍珠文化元素评判指标碎石图 
Fig.3 Crushed stone diagram of Pearl S. Buck's  

cultural element evaluation index 
 

根据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分析出前 4 个公因

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76.848%，信息损失量小于

25%，因子的提取效果与解释能力均较为理想。对 4

个公因子进行定义，其中第 1 个公因子 1Y 主要与用户 

 
 
 

的情绪感知有关，定义为用户感染力因素；第 2 个公

因子 2Y 主要与产品载体展现有关，定义为设计成品期

待因素；第 3 个公因子 3Y 主要与文化元素的艺术表现

有关，定义为艺术表现性；第 4 个公因子 4Y 主要与文

化表现性和适应性有关，定义为文化显著性因素，具

体分析见表 2。对公因子的得分系数进行计算，即各

公因子方差百分比占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重，得到 4

个公因子的因素权重系数集 1 2{0.512 ,0.183 ,W Y Y  

3 40.158 ,0.147 }Y Y [16]。 

2.4  文化元素优选 

将经过相关度调研的赛珍珠文化元素作为研究

对象，横向对应文化元素内容，分别将其记为 1S ， 2S ，

3S ， 4S ，…， 56S ， 57S ，定义 4 个公因子为感性因素

集U ，即 { , ,U  用户感染力 设计成品期待 艺术表现性, 

}文化显著性 ，同时定义感性评语集 ( ,V  非常符合  

, , )很符合 一般符合 不符合,非常不符合 ，并赋值 V   

(5,4,3,2,1) ，随后设计“赛珍珠文化元素感性评价问

卷”，按顺序将每个文化元素进行图文并茂的详解。

以感性因素集为评判指标，感性评语集为打分机制，

邀请专家组、焦点小组成员对各赛珍珠文化元素进行

打分，再根据打分结果，构建各赛珍珠文化元素的隶

属度矩阵 R 。隶属度是指评价某因素属于 iV 的人数占

总评价人数的比重，以下是各赛珍珠文化元素的隶属

度矩阵。 

1

0 0 0.07 0.13 0.80

0 0 0.13 0.20 0.67

0 0.07 0.13 0.20 0.60

0 0 0 0.27 0.73

 
 
 
 
 
 

R  

2

0 0.07 0.20 0.27 0.47

0 0.07 0.07 0.20 0.67

0 0.13 0.13 0.33 0.40

0 0 0.07 0.33 0.60

 
 
 
 
 
 

R … 

 
 
 
 
 
 
 
 
 
 
 
 
 
 

表 2  赛珍珠文化元素评判因素因子分析表 
Tab.2 Factor analysis of the judgement factors of Pearl Buck cultural elements 

公因子 评价因子 因子载荷 方差百分比/% 累计方差贡献率/%

易产生用户印象 0.848 

便于用户理解 0.643 用户感染力 

能引发用户好感 0.831 

39.353 39.353 

具有良好的载体融合性 0.802 

融合载体的展示效果突出 0.677 设计成品期待 

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0.792 

14.080 53.434 

艺术表现性 具有良好的艺术表现效果 0.853 12.132 65.566 

具备多样化的载体匹配性 0.745 
文化显著性 

易于表现文化特性 0.861 
11.282 76.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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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0 0.07 0.13 0.40 0.40

0.07 0.07 0.13 0.33 0.40

0.07 0.07 0.07 0.33 0.47

0 0.07 0.13 0.27 0.53

 
 
 
 
 
 

R  

57

0 0.07 0.13 0.20 0.60

0 0.07 0.13 0.33 0.47

0 0.07 0.20 0.27 0.47

0 0.07 0.13 0.33 0.47

 
 
 
 
 
 

R   

1R ， 2R ， 3R ，…， 56R ， 57R 有序对应 1S ， 2S ， 3S ，…，

56S ， 57S 。 

在上述隶属度矩阵 R 与因素权重系数集 W 的基 
 
 

础上，计算文化元素模糊综合评价集 B ，即 B   

WR 。以下为各文化元素模糊综合评价集。 

 1 1 ,0,0.01 0.08 0.18 0.7, 3,B W  R  

 2 2 0 0.07 0.15 0.27 0.51B W   , , , ,R … 

 56 56 0.02 0.07 0.1, , ,2 0.36,0.43B W  R  

 57 0,0.07 0.1, ,4 0.2 0.53,5B W  R57  

根据模糊综合评价集 B 与感性评语集V ，计算各

文化元素的综合评价值 G ，即 G B V  ，见表 3。然

后将各文化元素按综合评价值进行降序排序，得到综

合评价值靠前的文化元素就是符合用户感性需求的

文化元素，优选的赛珍珠文化元素见表 4。 

表 3  赛珍珠文化元素综合评价值 
Tab.3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 of Pearl S. Buck cultural elements 

文化元素 综合评价值 G 文化元素 综合评价值 G 

S1 赛珍珠 1 1 4.63G B V    S2 王龙 2 2 4.23G B V    

S3 赛兆祥 3 3 3.93G B V    S4 阿兰 4 4 4.51G B V    

S56 四海之内皆兄弟 56 56 4.11G B V    S57 跨文化 57 57 4.26G B V    

 
表 4  赛珍珠文化元素综合评价值排序 

Tab.4 Ranking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s of Pearl S. Buck cultural elements 

文化元素 G 文化元素 G 文化元素 G 文化元素 G 文化元素 G 

S1 4.63 S20 4.39 S6 4.27 S47 4.18 S55 4.03 

S32 4.63 S9 4.39 S5 4.27 S17 4.18 S13 4.00 

S21 4.59 S29 4.37 S39 4.26 S37 4.18 S3 3.93 

S24 4.58 S14 4.36 S57 4.26 S31 4.16 S34 3.88 

S41 4.56 S27 4.36 S22 4.24 S43 4.14 S38 3.88 

S11 4.56 S18 4.36 S28 4.24 S52 4.14 S46 3.86 

S4 4.51 S53 4.36 S23 4.24 S7 4.14 S44 3.84 

S16 4.48 S25 4.36 S2 4.23 S50 4.14 S45 3.76 

S15 4.47 S12 4.32 S40 4.22 S54 4.13 S49 3.76 

S30 4.44 S8 4.28 S42 4.19 S51 4.12   

S19 4.42 S26 4.28 S10 4.19 S56 4.11   

S36 4.40 S48 4.28 S35 4.18 S33 4.07   

 
根据上述赛珍珠文化元素综合评价值排序可知，

1S 赛珍珠、 32S 赛珍珠故居、 21S 《大地》三部曲、 24S
诺贝尔文学奖，依次为综合评价值最高的 4 项赛珍珠

文化元素。最后将 4 项文化元素作为赛珍珠叙事要

素，进行后续的赛珍珠文创产品叙事设计。 

3  文创产品叙事设计 

赛珍珠文创产品叙事设计是将赛珍珠文化内涵

以产品载体的形式进行描绘述说的过程。通过产品与

文化的有机结合，赛珍珠文创产品获得了叙事赛珍珠

文化内涵的能力，使产品的使用者能够获取与认知赛

珍珠的文化内容，达到文化传递和情绪转达的作用，

从而进一步加强用户对产品与文化的感性认可。  

3.1  设计实践 

根据以上研究获取的赛珍珠叙事要素，进行赛珍

珠文创产品的叙事设计。首先，对上述 4 项赛珍珠叙

事要素进行叙事内容解读，查阅赛珍珠数据合集，

将叙事要素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进行精确又具有特征

性的表述，然后针对叙述内容进行创意化的表达，形

成既具有艺术性又适用于文创产品设计的设计元素。

最后将设计元素与产品载体进行有机融合，形成能够

叙事赛珍珠文化内容的文创产品，具体过程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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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赛珍珠文创产品叙事设计流程图 
Tab.5 Narrative design flow chart of Pearl S. Buck'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赛珍珠叙事要素 叙事文化内容 设计元素 设计成品 

赛珍珠 

赛珍珠是美国第 1 位同时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的女作

家，她曾在中国生活数十年，书写

了诸多中国题材小说 
 

见图 4 

赛珍珠故居 

赛珍珠故居主要指位于江苏镇江的

赛珍珠故居，赛珍珠曾在此居住了

18 年，度过了人生的幼年、童年和

少年 
 

见图 5 

《大地》三部曲[17] 

《大地》三部曲由《大地》《儿子们》

《分家》组成，是赛珍珠的诺贝尔

文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双获奖作

品，它描绘了传统中国农民祖孙三

代充满传奇的故事 

 

见图 6 

诺贝尔文学奖 

1938 年赛珍珠凭借中国农民题材小

说《大地》获得了当时的诺贝尔文

学奖，成为了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的美国女作家[18] 

 

见图 7 

 

 
 

图 4  赛珍珠创意笔架 
Fig.4 Pearl S Buck's creative penholder 

 

图 5  赛珍珠故居徽章 
Fig.5 Pearl S Buck's house badge 

  

  
 

图 6  赛珍珠“大地三部曲”书签 
Fig.6 Pearl S Buck's "the Earth Trilogy" bookmark

 

图 7  赛珍珠创意办公夹 
Fig.7 Pearl S Buck's creative office f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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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计评估与结论 

为验证优选所得的赛珍珠文化元素在文创产品

叙事设计中能否满足用户的感性需求，对设计实践的

成果进行感性评估。邀请 10 位专家组成员和 10 位赛

珍珠研究者进行设计评估，从用户感染力、设计成品

期待、艺术表现和文化显著性等 4 个角度对赛珍珠文

创产品进行李克特量表 5 级满意度评价，统计评分结

果显示见表 6。4 款赛珍珠文创产品的各项评价指标

平均值均超过满意度 4.0，说明设计成果的用户满意

度较高，符合用户的感性需求。 
 

表 6  赛珍珠文创产品满意度评估表 
Tab.6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Pearl Buck'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指标 

赛珍珠 

创意笔架

平均值 

赛珍珠 

故居徽章 

平均值 

赛珍珠 

“大地三

部曲”书签 

平均值 

赛珍珠

创意办公

夹平均值

用户感染力 4.30 4.35 4.50 4.05 

设计成品期待 4.15 4.40 4.55 4.00 

艺术表现性 4.20 4.25 4.45 4.00 

文化显著性 4.30 4.30 4.40 4.05 

 
由此可见，优选获得的赛珍珠文化元素在进行叙

事设计后，所产出的赛珍珠文创产品符合用户的情感

化需求，证明了感性叙事理论在文创产品设计研究中

能够发挥出优化选择、精确用户感性需求的作用。 

4  结语 

感性叙事是感性工学理论的衍生，是叙事设计与

感性工学在设计领域的一次融合创新。将感性叙事理

论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研究，不仅能够量化研究用户

对设计对象的感性需求，而且能够结构化设计流程，

提高文创产品的设计效率与产出，然而感性叙事理论

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感性

叙事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对不同人群进行多次深入调

研，涉及人群数量较大。因此在人员招募的问题上会

遭遇较多的阻碍。面对此类问题，在后续的感性叙事

发展中可依据具体情况适当简化研究流程，尽量减少

用户调研的次数，或者可加强对调研人群的认知培

训，减少调研对象的招募频次。相信经过不断地改进

与优化，感性叙事将会更加贴近现实的设计实践活

动，最终成为文创产品设计研究中直面用户感性需求

的重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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